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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园地科普园地

冰 岛 以 独 特 的 自 然 风 光 闻 名 遐

迩。这个岛国点缀着数以千计的钻孔，

人们利用这些位于岩石深处的钻孔提

取地热能。

据英国《新科学家》网站报道，冰岛

正在打造世界上第一条通往岩浆室的

隧道。雷克雅未克地热研究中心表示，

这将是一次到达地球中心的旅程。

偶然发现岩浆室

一些岩浆室（地下熔岩储藏库）就

位于地表下几公里处。岩浆偶尔会从

这里泄漏到地表，以熔岩的形式喷薄而

出。这种景观目前正在冰岛南部格林

达维克镇发生。虽然喷薄带来雄伟景

观，但也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

问题是，科学家通常不知道岩浆室

在哪里。目前也没有地球物理技术能

精准定位岩浆岩储集层。雷克雅未克

地热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偶然发现了

一个岩浆室，并萌发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钻入其中。

《新科学家》报道称，该项目将为人

类提供第一次直接研究地球形成大陆

的隐藏液态岩石的机会。在此过程中，

还可能发现一条为世界提供无限廉价

清洁能源的道路。

冰岛克拉夫拉火山是世界上最活

跃的火山之一。自从冰岛有人定居以

来，它已经有 29 次喷发记录。最近一

次活动发生在 1975 年至 1984 年间，该

火山爆发了 9次。

2000 年，冰岛深层钻探计划决定

在火山中钻孔，探索用极热和高压的地

下“超临界”水发电的可能性。

2008 年，冰岛国家电力公司开始

进行钻探。钻探机曾偶然在地下 2.1公

里处击中了 900℃的岩浆室，好在岩浆

没有喷发，也没有伤人。

冰岛国家电力公司利用克拉夫拉

钻井发电 9 个月，两个超临界井足以产

生 60 兆瓦的电力。但是，高温使该公

司不得不用冷水对钻头进行冷却，巨大

的黑烟从钻孔中冒出。最终高温还是

熔化了钻头等设备，钻井被摧毁了。

2026年开始钻入“地心”

失败未能阻止科学家钻入地球深

处的决心。2014 年，研究人员启动了

克拉夫拉岩浆试验基地(KMT)项目。

10年过去了，他们已准备好开始钻探。

KMT的第一个目标是钻探岩浆，取

得科学发现。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和火

山学研究所的保罗·帕帕莱表示，熔岩和

岩浆是不同的。当岩浆到达地表时，会

释放出大量气体，然后以熔岩的形式暴

露在大气中，这两者都会改变其化学成

分。能够进入地壳并采集岩浆样本将会

极大促进人们对于岩浆室的理解。

研究人员还计划向岩浆中投放科

学仪器，以测量温度和压力。不过，开

发能够承受高温、压力和酸性的传感器

以及钻井设备将需要很多时间，因此，

该项目将从 2026 年开始执行。这里将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岩浆观测站。

KMT 第二个目标是改进火山喷发

预测。目前，火山喷发预测主要是使用

地震仪和其他地面仪器来完成，很难做

到精确预测。而该项目将直接探查岩浆

室，这将为火山喷发提供更先进的预警。

为发现清洁地热能铺路

研究人员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地热能

生产的巨大飞跃。这种新能源可为世界

提供大量的清洁电力，而成本几乎为零。

冰岛和其他许多火山活跃的国家，

已开始利用地热流体来驱动涡轮机发

电。但这只占可用能源的一小部分。

KMT 可能会带来一种名为近岩浆

地热的新能源技术。即在脆韧带钻井，

并利用极热、高压的水来驱动涡轮机发

电，其成本并不高。

地球上许多地方都有潜力开发这

种新能源技术。雷克雅未克地热研究

中心的希亚尔蒂·帕尔·英欧尔松说，人

们可借助先进的海上石油和天然气钻

井平台的经验和知识，与从岩浆中获取

能源的技术结合起来，生产清洁能源。

“机会无穷无尽，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学

习如何驯服岩浆这个怪物。”

科 研 人 员 在 冰 岛 准 备 钻 探“ 地 心 ”——

通向岩浆的隧道将“喷薄”无限可能

科技日报巴黎1月 9日电 （记者

李宏策）9 日，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

举行新晋院士授证仪式。中国工程

院院士黄晓军因在骨髓移植领域的

开创性工作和杰出成就，当选法国国

家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驻法

国大使卢沙野，科技处公参郭晓林，

以及法国医学界代表等出席了授证

仪式。

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高汉院士在

授证致辞中引用了戴高乐对中国的评

价：“中国本身的庞大、它的价值、它目

前的需要和它将来的广阔前途，使得

它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关注。”

高汉称，当今中国在医学领域取

得的成就为全人类作出了贡献，其中

就包括黄晓军院士在半相合骨髓移植

领域取得的突破性进展。

黄晓军现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

液研究所所长、血液科主任，中国血液

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

国医师协会血液科医师分会会长。他

长期致力于白血病等恶性血液疾病的

临床和科研工作，勇于突破国际移植

禁区。不仅开创了骨髓移植“北京方

案”，解决了骨髓移植供者来源不足的

世界医学难题，还大幅提高了骨髓移

植患者的术后生存率以及生活质量。

他牵头制定了中国半相合骨髓移植指

南、技术规范，为推动骨髓移植、白血

病治疗在全球范围内的技术进步作出

了贡献。

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是法国医学

政策研究和医学知识普及的权威机

构。当选院士来自本国及全球医学专

业领域的翘楚。黄晓军的当选进一步

展现了中国医生和学者在国际医学创

新领域的影响力。

黄晓军当选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佳欣）美国麻

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将生物心脏和

硅胶机器人泵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

生物机器人心脏，它可以像真正的心脏

一样跳动。1 月 10 日发表在《设备》杂

志上的这一成果可模拟健康或患病心

脏的结构、功能和运动，使外科医生和

研究人员能够在收集实时数据的同时

演示各种干预措施。

目前的心脏模拟器并不能完全模

拟心脏的复杂性，保质期只有 2—4 小

时。而且动物研究既昂贵又耗时，且研

究结果可能并不适用于人类。生物机

器人心脏可以弥补这些遗憾，不仅成本

低，保质期也可长达数月。

此次，研究人员专注于二尖瓣反

流。二尖瓣反流的症状为左心室之间

的瓣膜无法正确关闭，导致心脏瓣膜泄

漏，血液可能会倒流。这种疾病影响着

全球约 2420 万人，可导致呼吸短促、四

肢肿胀和心力衰竭。

为了更好地了解二尖瓣在健康和

疾病状态下的情况，该团队基于猪心脏

构建了生物机器人心脏。研究人员用

由空气驱动的硅胶软机器人泵系统取

代了左心室中的心肌。当充气时，该系

统会像真正的心肌一样扭曲和挤压，通

过模拟循环系统泵送人造血液并模拟

心脏的跳动。

当研究人员破坏了生物机器人心

脏的二尖瓣时，它显示出心脏瓣膜泄漏

的特征。然后，研究人员让心脏外科医

生使用三种不同的技术来纠正损伤：用

人工腱索锚定摆动的瓣膜小叶组织；用

人工瓣膜替换损坏的瓣膜；植入帮助瓣

膜小叶关闭的装置。

这三个手术均取得成功，压力、流

量和心脏功能均恢复正常。该系统还

可在手术过程中收集实时数据，并与当

前使用的成像技术兼容。由于该系统

中使用的人造血液是透明的，因此还可

以直接可视化整个过程。

接 下 来 ，该 团 队 的 目 标 是 通 过

缩短生产时间和进一步延长保质期

来 优 化 目 前 的 生 物 机 器 人 心 脏 系

统 。 除 了 使 用 猪 心 ，他 们 还 在 探 索

用 3D 打 印 技 术 重 建 一 个 合 成 的 人

类心脏。

跳动的生物机器人心脏可更好模拟瓣膜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霞）如果你抬

头凝视过夜空中的满月，你可能会注意

到它周围有一个巨大的光环。为什么月

球有时会“身披”一道光环呢？这是月球

独有的吗？美国趣味科学网站 1月 7日

的报道称，月球之所以偶尔被一道光环

笼罩，实际上是由大气中的冰晶引起的。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与环境工

程系副教授卡拉·兰姆指出，这些冰晶

堆积在卷云中，会折射月球发出的光。

卷云是平流层（距离地面 50 公里）中由

纯冰组成的云层。

无论你身处何处，天气如何，月球

周围光环的大小看起来总是一样的。

如果对着月球张开你的手，将拇指放在

月亮上，小拇指放在光环上，你会看到

大小拇指之间的夹角为 22 度。而这与

冰晶的形状有关。

英国科普工作者菲利普·拉文与人

合著了多篇关于大气光学的学术论文。

他解释道，这些六边形的柱状冰晶会以

特定的方式弯曲光线。当光线进入六边

形冰晶的一条边时，会稍微弯曲或折

射。当这束光线从六边形冰晶的另一边

射出时，它会再次弯曲，而弯曲度总是

22度。无论冰晶朝向哪个方向，这一点

都不变。结果是：从月球发出的光通过

冰晶，最终与它的起点之间的夹角呈 22

度，并在月球周围形成了一个发光的环。

人们也可能在月球周围看到更大

的 46 度环。当光从冰晶六边形的一边

传播到冰晶柱的另一侧时，就会发生这

种情况。这会使光更加弯曲，从而产生

更大的光环。

光环并非月球独有，它们也可能出

现在太阳周围。不过由于太阳太亮，人们

可能更难发现其周围的光环。

月球为何偶尔会“身披”光环

科技日报北京1月 10日电 （记者

刘霞）西班牙科尔多瓦大学和卡塔赫纳

理工大学的科学家携手开发出一种新

型电池。该电池使用血红蛋白作为电

化学反应催化剂，具有生物相容性，可

运行 20到 30天。相关论文刊发于新一

期《能源&燃料》杂志。

科研团队希望验证血红蛋白是否

是氧气发挥重要作用的电化学设备（如

锌-空气电池）的关键元素。在此基础

上，他们开发出首款具有生物相容性的

电池，其中血红蛋白是将化学能转化为

电能的催化剂。

科尔多瓦大学研究员曼努埃尔·卡

诺·卢娜解释称，要想更好地促进氧气

还原反应，催化剂必须具有两个特性：

快速吸收氧气分子，以及相对容易形成

水分子。血红蛋白正好满足这两大要

求。以锌-空气电池为例，当空气进入

电池后，血红蛋白使氧在电池的阴极被

还原并转化为水，释放出电子。这些电

子迁移到电池的阳极，使锌氧化。

除强大的性能，最新电池原型还具

有其他优势。首先，锌-空气电池更具

可持续性，不像其他电池易受湿度影

响。其次，血红蛋白作为生物兼容性催

化剂，可用于起搏器等集成到人体内的

设备中。还有该电池的 pH 值为 7.4，与

血液的 pH 值相似。此外，由于血红蛋

白几乎存在于所有哺乳动物体内，因此

电池可使用动物来源的血红蛋白。

最新开发的电池尚无法充电。研

究团队正寻找另一种可将水转化为氧

气的生物蛋白质，以便为电池充电。此

外，这些电池只能在有氧气存在的情况

下工作，因此不能在太空中使用。

血红蛋白作催化剂的电池原型面世

科技日报北京 1月 10日电 （记

者张梦然）美国哈佛大学工程与应用

科学学院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新型锂

金 属 电 池 。 该 电 池 可 充 放 电 至 少

6000 次，比任何其他软包电池都要

多，且可在几分钟内就充满电。该研

究不仅描述了一种使用锂金属阳极制

造固态电池的新方法，而且还为潜在

的革命性电池材料提供了新的认识。

该研究发表在新一期《自然·材料》上。

锂金属阳极电池被认为是电池设

计的发展方向，因为它们的容量是商

用石墨阳极电池的 10 倍，可大大增加

电动汽车的行驶距离。新研究是迈向

工业和商业应用更实用固态电池的重

要一步。

电池设计中最大的挑战之一是阳

极表面枝晶的形成问题。这些枝晶结

构像树根一样伸展到电解质中，刺穿

分隔阳极和阴极的屏障，导致电池短

路甚至着火。

2021 年，团队曾开发出一种处理

枝晶的方法。他们设计了一种多层电

池，将稳定性不同的材料夹在阳极和

阴极之间。但这种设计不能完全阻止

锂枝晶的渗透，只是通过控制和包覆

来尽量防止这种渗透。

团队此次通过在阳极中使用微

米级的硅颗粒来限制锂化反应，并

促进锂金属层的均匀电镀，从而阻

止枝晶的形成。在该设计中，当锂

离子在充电过程中从阴极移动到阳

极 时 ，锂 化 反 应 被 限 制 在 浅 表 面 。

离子附着在硅颗粒的表面，但不会

进一步渗透。

在固态电池中，硅表面的离子受

到限制并经历锂化的动态过程，在硅

核心周围形成锂金属镀层。在新设

计中，这些涂层颗粒形成均匀的表

面，阻止了枝晶的生长。而且，由于

电镀和剥离可在平坦的表面上快速

发生，因此电池大约不到 10 分钟即

可充满电。

研究人员制造了邮票大小的软包

电池版本，它比大多数大学实验室制

造的纽扣电池大 10 到 20 倍。该电池

在 6000次充放电循环后仍保留 80%的

电池容量，优于当今市场上的其他软

包电池。

相信大家都有这种体验，手机或

电脑用了一段时间后，电池容量就会

下降，电量耗尽的时间也随之变短。

锂电池容量下降的一大原因就是锂

元素的不可逆损失。阳极表面的枝

晶也是一种不可逆的锂化合物，它的

生长机制复杂。此次，研究人员用了

新的设计，限制锂化反应，防止枝晶

生长，使电池充电所需时间缩短。这

种新型电池可为更多电动产品赋能，

比如研发出大容量、安全且可快速充

电的电池就可推动电动车行业的进

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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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1月 10日电 （记

者张梦然）美国哈佛医学院研究人员

发现驱蚊剂和杀虫剂中的避蚊胺，可

能会影响怀孕期间卵细胞的形成，从

而导致生殖健康问题。这项研究发表

在新一期《iScience》杂志上。

新研究使用的是模型生物秀丽隐

杆线虫。环境中的各种化学物质的影

响，会让其发生减数分裂。初步筛选

后，避蚊胺的得分很高。而减数分裂

正是产生卵子和精子的细胞分裂类

型。避蚊胺导致染色体无法正确分

离，因此卵子最终会出现染色体数量

异常的情况。对于人类来说，这可能

会导致流产、死产、不孕症和唐氏综合

征等疾病。

研究人员发现避蚊胺对基因表达

有重大影响。这种变化导致氧化应激

和形成染色体的材料结构异常，从而

损害了细胞分裂时染色体正确分离的

能力。卵细胞和它们产生的胚胎的健

康状况将较差。

研 究 人 员 表 示 ，许 多 人 类 基 因

在 秀 丽 隐 杆 线 虫 中 都 有 对 应 的 基

因，该生物是研究化学物质对人类

繁殖影响的强大模型。未来，他们

或可在小鼠或其他动物模型中继续

开展这项工作，进一步加深对避蚊

胺在人类生殖系统中可能发挥的作

用的理解。

避蚊胺或影响生殖健康

◎本报记者 张佳欣

冰岛克拉夫拉钻井过热，巨大的黑烟冒出。 图片来源：英国《新科学家》网站

大 气 层 中
的冰晶可能会
导致月球周围
出现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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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岛克拉夫拉火山口下方约2公里处有一个岩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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